
“一块屏”带来生产方式之变
从靠人力到靠算力，手机成

了新农具，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

转变

过去抬头看天，如今低头看屏，种好大棚，

崔新中心里有“数”。

崔新中家住山东省寿光市稻田镇崔岭西

村，4 座蔬菜大棚，他一个人管得井井有条，有啥

秘诀？

“秘诀就在这里。”老崔打开手机，温度、湿

度等数据一目了然。看完数据，老崔轻点屏幕，

棚顶的“棉被”缓缓收起，阳光透过棚膜倾洒而

下，青青秧苗舒展枝叶。

“以前种大棚，挣的是辛苦钱。三九天卷

帘子，人爬到棚顶，大风刮在脸上那叫一个冷，

手牵着尼龙绳，扯动上百斤的草帘，有时腿都

站不稳。”老崔细数变化，“自从装上智能卷帘

机，省劲多了。咱点点手机，卷帘机就自动开

启，几分钟就能搞定。”更让老崔高兴的是，瞄

着温度变化，卷帘机卡点启闭，秧苗冻不着，长

得壮实。

大棚装“大脑”，升级成绿色工厂。这几天，

正 是 给 甜 瓜 追 肥 浇 水 的 时 候 ，大 棚 里 却 很 安

静。原来，智能植保机在一排排菜架间穿梭，

“大脑袋”来回摇摆，水雾弥漫。“用手机设定好

路线、时间、用量，剩下都不用管。”老崔算起账：

叶面都能均匀洒上，产量有保障，每座棚还能节

省水肥 1/3 以上。

“过去靠人力，现在靠算力。”说话间，老崔

演示起来，“一个个物联网传感器，紧盯作物生

长情况，土壤 pH 值、墒情都显示在屏上，秧苗啥

时候‘喝水’，手机说了算。”

大棚里耕种收，都有智能设备帮忙。“棚内

温度超过 30 摄氏度，就得放风降温。”不久前，老

崔去县城办事，看到提示信息后，用手机远程遥

控，智能放风机就“嗡嗡”开启。

从土棚到“云”棚，老崔曾迈过不少沟坎。

20 年前，蔬菜大棚在寿光兴起，老崔跟着砌了几

面土墙，搭几根木架，挣了不少钱。可后来大伙

儿都来学，各地大棚多起来，“咱有的别人也有

了，辛苦一年却卖不上价。”

促进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寿光从“种大棚”

到“种技术”，蹚出了一条新路子。“潍坊国家农

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在当地落户，政策有扶

持。引进人才，与高校院所合作携手创新，好技

术走进千家万户，‘一代棚’升级为‘七代棚’。”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立新介绍。

“拿我家棚来说，接上‘云’连上网，智慧管

棚用工少了，成本降下去了，产量却增了三成以

上。”老崔说。

新技术添底气，老崔改种草莓西红柿和羊角

蜜甜瓜，“西红柿是农科院专家引来的，一年两茬，

亩产 6000斤，每斤卖到了 10块多。羊角蜜又甜又

脆，一斤卖到 8块，一年挣 20多万块没问题。”

过去扛锄头，如今点手机，别看现在用得

溜，刚开始老崔真不太适应。“农机上红红绿绿

的按钮，咱不敢乱按”“系统提示让点这、点那，

点错了怎么办”……老崔笑着说，“技术员上门

教学，咱跟在后面练，忘了就打电话问，学技术

跟种地一个理儿，钻进去才能有收获。”

“技术指导到位，新技术落地生根。”寿光市

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李光聚说，“我们既有网上

平台、24 小时热线，也有田间课堂，农民遇到难

题，第一时间能得到帮助解决。”如今，寿光新建

大棚全面推广自动温控、臭氧消杀、水肥一体机

等智能设备，物联网应用率达 80%以上。

在寿光，手机小屏连上智慧大屏。数据从

田间地头汇集，为农民提供精准指导。“手机成

了新农具，数据成了新农资，种地有准头，发展

有 奔 头 ，智 慧 农 业 给 咱 带 来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效

益。”老崔信心满满地说。

看全国，生产智能化助力农业转型升级。

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新技术正与农业生产

深度融合，推动节本增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2021 年，全国全系统装备北斗导航设备作

业面积 6000 万亩以上。全国累计创建 9 个农业

物联网示范省份、建设 100 个数字农业试点项

目，征集发布 426 项节本增效农业物联网应用成

果和模式。

“一张图”带来组织方式之变
从埋头种地到看图管地，数

据成为新农资，“田保姆”带动乡

亲抱团发展

春耕大忙时节，河南省延津县田野里麦苗

青青。“纹枯病发生侵染，请及时植保作业！”伴

随着“嘀嘀”声，一条小麦病虫害预警发到“田保

姆”彭良成的手机上。作为联丰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彭良成闻讯而动。

来到塔铺街道西吐村村民王文喜家田头，调

取小麦苗情电子地图，彭良成和飞防手锁定作业

区域。植保无人机转动旋翼升空，机舱内的农药

雾化喷出，不到一刻钟，8亩地全部作业完毕。

“这几年年纪大了，种地有点不赶趟儿了。”

去年，王文喜决定把地托管给彭良成，订单种

植，统一管理，成本降了一大截，每斤小麦售价

高出市场价 1 毛钱。

“7 年间，托管面积从 3000 亩发展到 1.42 万

亩。”2015 年，彭良成成立合作社，推出托管服

务。十来个人，靠啥管好 1 万多亩地？“麦子长在

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数字化管理全面应用，这是

我最大的底气。”彭良成说。

“农情苗情一张图尽览，这可是我们‘田保

姆’的好帮手。”打开办公室电脑，彭良成轻点鼠

标，“现代农业信息一张图”进入眼帘。选定村

庄地块图斑后，哪块小麦长得如何，地块肥力怎

样等信息一目了然。这些数据信息来自设在田

间的农情监测站。

“ 智 慧 农 业 悄 然 改 变 着 乡 亲 们 的 种 地 方

式。”延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春学说，通过打

造现代农业信息一张图，提供病虫害预警、农产

品质量监测等智能化服务，从埋头种地到看图

管地，种麦正变成一项精细活。

靠 着 现 代 农 业 信 息 一 张 图 ，种 粮 人 有 了

“指导手册”。彭良成说，小麦每个重要生长节

点，平台都会及时推出田间指导方案，记录农

户管理情况及各处小麦长势、有无病情等。“有

啥疑难杂症，随时能通过平台打通专家热线寻

求帮助。”

“一张图”上，田块颜色深浅不一：耕地后

地块黄色变深，播种后渐渐变绿。原来，电子

地图按比例模拟每块耕地的位置、面积，不同

颜 色 显 示 着 该 地 需 要 哪 种 农 机 作 业 ，也 可 实

时 显 示 农 机 动 态 。“ 到 了‘ 三 夏 ’，这 就 是 实 时

更新的麦收地图，结合每块小麦的成熟时间、

附近农机数量等信息，可动态调度农机，确保

颗粒归仓。”延津县农机站站长陈国胜说。

随着平台功能不断完善，去年彭良成为乡

亲们推出了全程托管服务，老任庄村村民樊作

萍第一个报了名。她算过一笔细账：“土地流转

出去，一亩一年才 800 元；选择托管，每亩能收

1200 斤，按一斤小麦 1.2 元来算，除去 650 元的

托管费，还能收入 790 元。关键还能再种一季花

生，划算！”

数字化重塑着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延津县

委书记李泽宙说，县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田保

姆”，“谁来种地、怎么种地”有了新答案。以前

从种到收一肩挑，现在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推出

社会化服务，农民种地更轻松、更高效。“下一步

要继续完善并用好‘一张图’，健全农业生产各

种数据库，让乡亲们种地更有准头。”

管理数字化助力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社

会化服务。在全国，苹果、大豆等 8 个大类 15 个

品种的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试点稳步推进，信

息加速整合共享开放，越来越多的大数据转起

来、用起来，促进农业生产组织更精准高效。目

前，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积达到 16.7 亿

亩次、带动 7800 多万小农户，农机精准作业、测

土配方施肥等节本增效新技术加速落地。

“一根线”带来经营方式之变
从提篮叫卖到网销全国，直

播成了新农活，山货接通数字供

应链

“新鲜羊肚菌成熟了，木耳也将迎来采摘

季，赶快下单预订吧……”一大早，陕西省柞水

县金米村农民程洋走进食用菌大棚，对着手机

屏幕热情地吆喝起来。大棚内外，一筐筐食用

菌传递，乡亲们加紧采摘、打包、发货。

“木耳触网卖全国，产业规模越来越大。”程

洋种了 3 万多袋吊袋木耳，一年两季，一季五六

茬，供不应求。秦岭深处的金米村，靠着一根网

线，把小木耳做成了大产业。“去年全村销售木

耳 38 万斤，总收入 1200 万元。”金米村党支部书

记李正森说。

实际上，热销的木耳曾一度被“困”在大山

里。程洋说，早年间，乡亲们卖木耳，或是步行

几公里到路边提篮叫卖，或是到镇上集市摆摊

销售，“挣不了几个钱”。脱贫攻坚期间，电商新

风吹进了金米村，木耳开始“触网”。

“电商销售也并非一帆风顺，乡村物流短板

是首先遇到的瓶颈。”程洋打开话匣子，“最开

始，收到网上订单后，发货得从山沟里一趟趟开

车送到快递站，最近的也有两三公里路程，发货

价格高还不及时，经常被客户给差评。”

“订单越来越多，储存、运转必须高效，可不能

让金米村困在‘最初一公里’。”李正森说，近年来，

县里健全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加强物流配送体系

建设，加快京东云仓等配套项目落地，发展壮大电

商产业链，助力木耳等更多山货出山。

走进 2300 平方米的柞水京东云仓，数字化

系统连接店、仓、运、配等各个环节。程洋把木

耳等山货储存在云仓里，网店与云仓系统即时

互联，只要有人下订单，云仓直接分装、打包、揽

收，实时上传物流信息。

程洋细算成本账：以前每单要付 15—20 元

的快递费，现在降到几块钱一单；三五千斤木耳

放进云仓，系统自动打包发货，可节省一大笔人

力来回搬运的成本。“物流成本节约一半多，净

利润提高了九成，新鲜美味第一时间送到消费

者餐桌。”程洋打开手机照片展示，以前羊肚菌

只能销售干货，现在物流提速，鲜货出售，多赚

了一倍多。

一根网线连城乡，不仅货畅其流，也深刻影

响农民经营方式的改变。“跑动的大数据，还能

预测销量，提醒提前备货。”柞水县电商协会副

会长陈群说，仓储代发货，发货时间以秒来计

算，及时率高达 99%以上。

尝到甜头的村民们，开始琢磨如何用电商

带动产业增效，直播成了他们的新农活。

程洋是金米村最早一拨农民主播。“刚上播

的时候，手一抖把桌上的一盒木耳撒了一地，闹

出了笑话。”后来程洋报名参加了电商培训班，

从设计开场白、剪辑短视频，到产品分级分拣，

边学边干，网店粉丝量一路上涨。

“高质量才能赢得大流量，咱柞水木耳的

金 字 招 牌 ，也 得 精 心 耕 耘 。”李 正 森 说 ，村 里

成 立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乡 亲 们“ 抱 团 ”一 起 向

前 奔 ，小 木 耳 变 成 了 现 代 化 的 菌 包 棒 ，住 进

了智能化大棚。大棚旁建起柞水木耳大数据

中 心 ，推 动 生 产 、包 装 、分 拣 等 环 节 数 字 化 升

级 ，产 业 链 增 值 。 木 耳 粉 、木 耳 茶 、木 耳 锅 巴

…… 深 加 工 产 品 品 牌 化 经 营 ，带 动 木 耳 涨

身价。

一根网线带来的影响还在深化。柞水县经

济贸易局局长李政为说，随着柞水木耳销售半

径 不 断 扩 大 ，越 来 越 多 的 乡 亲 触 网 销 售 农 产

品。目前，县里的网店等经营主体达 420 余户，

打造了“秦岭天下”“柞水有好物”等多个特色电

商品牌。

李政为说，电商作为新业态，下一步还要

着 力 构 建 完 善 生 态 链 ，让 更 多 深 藏 大 山 的 特

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县里将继续提供直播培

训、直播场地以及仓储和物流支持，让农业因

电商强起来、农村因电商活起来、农民因电商

富起来。

经营 网 络 化 助 力 电 商 新 业 态 蓬 勃 兴 起 。

产销对接、电商促销、“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

进 城 工 程 …… 各 地 用 好 互 联 网 ，完 善 提 升 产

业链，促进农产品网络销售、优质优价。 2021
年 全 国 农 村 网 络 零 售 额 达 2.05 万 亿 元 ，比 上

年增长 11.3%，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4221
亿元。

现代农业装上“数字引擎”
本报记者 常 钦 王 浩

【乡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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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可以

瞄准农业现代化主攻方向，提高农业生

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水平，帮助广大农

民增加收入”。

数字技术在农村的广泛应用，不断

催生新模式新业态，为农业农村现代化

注入新动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推

进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改

造。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力推进数字

乡村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

数字化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乡村

治理带来了哪些深刻变化？数字乡村如

何更好赋能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从

本期开始，我们将推出系列报道。

打开手机，远程“掌

控”蔬菜大棚里的温湿

度；跟着导航，大农机无

人 操 作 却 可 以 精 准 播

种 、精 准 洒 药 ；网 上 下

单，城里人可以买到千

里之外的乡村特产……

数字经济的触角延伸到

乡村产业的众多领域，

改变着乡村生活的点点

滴滴。在清华大学中国

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

宇看来，这一幕幕生动

场景，诠释的都是数字

乡村建设为乡村产业发

展带来的强劲动能。

运用数字
技术引领乡村
产业发展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兴

旺是关键。张红宇说，

在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过 程

中，要高度重视创新技

术的应用，数字技术的

介入将给乡村产业发展

带来革命性变化。

“当手机成为新农

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数

据 继 土 地 、劳 动 力 、资

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后，

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一

种新型生产要素。”张红

宇认为，推动乡村产业

数字化，不仅可以让数

据流带动资金流、技术

流、人才流、物资流等向

农村集聚，更能促进传

统农业生产、经营、交易

的数字化转型，为乡村

产业振兴带来全新的发

展方式。

乡村产业数字化发

展基础日益坚实。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强化，2021
年我国现有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农村地区互联

网普及率达 57.6%。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广

泛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机装备加

深融合，2021 年全国全系统装备北斗导航设备作

业面积超过 6000 万亩。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迅速，2021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4221 亿元，

农村网商、网店达 1632.5 万家。

“数字技术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新动力，但

要真正实现以数字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农户增收、

农村全面进步，还需补齐顶层设计缺失、资源统筹

不足、区域差异明显、产业渗透率不高等短板。”张

红宇说，以数字化为“金钥匙”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下一步要瞄准发展智慧农业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的主攻方向，在农业生产经营、物流运输、加工增

值、乡村功能释放等方面发挥数字赋能作用，拓展

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场景。提高数字技术在农林

牧渔各产业、从种到收各环节、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等方面的应用程度，提升其对产业发展的渗透

率，使数字技术引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让农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

让农民更好享受数字农业发
展红利

农民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乡

村产业承担着增加农民收入的功能。“运用数字技

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同样要落脚到促进农民增

收上来。”张红宇说，伴随着数字技术与农业发展

的不断融合，乡村旅游、休闲康养、农村电商等新

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进一步拓展了乡村产业发

展的边界，让分散的农户深度融入供应链、直连城

乡新消费市场，这既有利于让农民分享乡村产业

数字化成果，也对他们充分就业、提高收入大有

裨益。

让农民更好享受数字农业发展红利，关键是

要构建起一套因地制宜的推进机制。我国农村经

济水平、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差异明显，要因地

制宜探索不同类型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方式。张

红宇说，“各地在制定规划时，一个重要前提就是

要与产业振兴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与农民群众

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将是否受到农民欢迎、是否

对农民有利作为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提升农民的数字化理念和运用水平是促进乡

村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必要保障。但从现实情况

看，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率还不够高，乡村数字化

复合型人才不足；大部分农业经营主体文化程度

不高，数字素养总体偏低。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培训。张红宇认为，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应

当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为农民群众开展手机

应用、网上办事、电商物流、直播带货等数字化新

理念、新技术、新应用培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参

与度和获得感，让他们更好享受数字时代的发展

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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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森禾农业园区，

农技人员在智慧组培室里查看石斛苗培育情况。

余贤忠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山东省荣成市虎山镇北寨子后村麦

田，农机手驾驶智慧农机进行植保作业。

李信君摄（人民视觉）

图③：在湖南省澧县大堰垱镇熊家湾村油菜

田，技术人员使用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防治。

柏依朴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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